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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55(a) 

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进一步 

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持续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2009 年 8 月 7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关于大会题为“农业技术促进发展”的第 62/19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见附件)。 

 第 62/190 号决议反映了以色列对发展、特别是农业部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全球努力的持续承诺。作为决议提案国和农业技术研发引领国，以色列打算在即

将召开的新一届联大上继续推动作为决议基础的各项原则和主张。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55(a)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加布里埃拉·沙莱夫(签名) 

 
 

 
*
 A/64/150。 



A/64/301  
 

09-48457 (C)2 
 

  2009 年 8 月 7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以色列执行大会关于农业技术促进发展的第 62/190 号决议的情况 
 
 

 2007 年 12 月，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以色列国提出的题为“农业技术

促进发展”的决议。 

 大会在决议中承认国际社会未能按期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强调国际社会

如不大力执行各项发展承诺，将无法履行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承担的义务。 

 五十一年来，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希伯来文缩写为 MASHAV)展示了以色列

对农业发展合作的坚定承诺。合作局的农业计划着重采用现代农业做法和农业技

术，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可持续性和质量。 

 合作局的农业计划符合以色列全面支持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原则和

战略。 

 以色列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内从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为发达国家，因此能够借

助本国的发展经验设计综合全面的城乡发展计划，城乡发展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

家十分重要、意义重大。 

 以色列是水管理与灌溉、种子与推广、牲畜与奶牛管理和专门技能、生物技

术等领域涉农技术创新的排头兵。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是研究机构、政府部门

和私营公司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一贯通过有效途径克服水和资源缺乏、可耕地

少、人口密度大(700 万)迫切挑战的结果。 

承诺声明 

 根据《千年宣言》、《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阿克拉行动议程》并在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范围内，本报告全面阐述国际发展合作署为贯彻落

实农业技术促进发展决议而执行的发展议程。两年多来，以色列与国际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伙伴合作，共同执行第 62/190 号决议。 

 我们承认两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强调全面执行这项决议仍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项决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方案和项目立足以色列的发展议程，帮助世界各国克服气

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土壤退化产生的问题，以确保粮食安全，改善对有限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第 62/190 号决议通过以来的进展评估 

 第 62/190 号决议通过以来，国际发展合作署和有关伙伴机构广泛合作，贯

彻执行决议的执行部分，鼓励制订可持续发展新政策新战略，并对现有政策计划

进行更新修改，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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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发展合作署力求采取“需求驱动”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发展项

目的主要概念是“自下而上”，强调开发和培训人的能力并加强发展的实地影响。 

2. 国际发展合作署支持《阿克拉行动议程》，并把行动议程作为国际社会帮助

克服当前发展危机的协调努力的基础。在这方面，行动议程强调援助方案必须以

国家所有为基础。国家所有和开发国家能力，对确定有意义的优先次序极为重要，

有助于国家发展议程的管理。 

3. 此外，国际发展合作署强调必须开展研发以克服上述挑战。尤其在粮食安全

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开发并推广替代能源、灌溉和水等领域的低成本技术革新

措施，对实现发展目标大有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捐助方和研究机构建

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是确保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 

4. 国际发展合作署与捐助国、联合国各组织和国际援助机构合作开展多个项

目。本着《千年宣言》和《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对援助进行协调的精神，以

色列和非洲伙伴国家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和加拿大国

际开发署(加开发署)合作执行发展项目。以色列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分别签署了非洲合作谅解备忘录。项目旨在实

现水管理与灌溉、适当的生产做法与投入、作物保护、收获后管理、营销和增值

等领域的传统做法适应现代技术和标准。 

5. 二十年来，以色列和伙伴国家在非洲某些半干旱地区开展了若干示范项目。

项目旨在展示新技术，加强作物保护并使保护手段多样化，通过定量用水和安装

压力灌溉系统提高用水效率。目前，以色列正在安装经过革新的微型喷水和滴灌

系统，新系统气压方面的要求要低于现有系统。这种被称为“农技革新促进减贫”

的新系统，可在面积有限地区建造商品农田，大大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非洲小

型农户可利用这一系统，建造各自的小型的定量用水设施。 

6. 目前，还在执行“未来农民”项目。项目旨在让学生接触农业技术，为新一

代农民进入国内和全球市场做好准备。 

在以色列召开的国际会议、与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合作 

7. 2007 年 2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半热作物所)签

署协议。主要目标是开发和分享专门知识和技能，加强国家农业研究机构的能力。 

8. 2007 年 11 月，韦茨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合

作举行题为“雷霍沃特区域发展会议”的减贫会议。 

9. 2007 年 11 月，果尔达·梅厄卡梅尔山国际培训中心主办题为“妇女领袖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妇女领袖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

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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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8 年 6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主办“以色列和非洲绿色革命”国际会议。以

色列和国际专家参加了会议，介绍并讨论了实现非洲大陆农业发展的途径、以及

减轻当前粮食危机和水危机的有效手段。 

11. 2008 年 12 月，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布劳斯泰因沙漠研究所召开旱地、沙

漠和荒漠化国际会议。知名科学家、政府官员、非正式组织领袖参加会议，讨论

了防治荒漠化和加强旱地可持续发展问题。 

12. 在最近 2009 年 3 月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水论坛上，以色列专家参加了水

的减贫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用的会议，并介绍了废水处理和废水灌溉方法，这

种方法既安全，又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和减少贫穷，特别是在干旱地区。 

13. 2009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以色列主办“09 农技”国际展览。展览集中展出

了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成果。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展览期间参加了题

为“全球粮食危机：迎接挑战”的国际会议。 

14. 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框架内，外交部副总司长兼国际发展合作

署署长哈伊姆·迪翁大使提出了关于成立农业培训国际工作队的建议稿。有关这

一问题的第一次会议 2009 年 6 月下旬在以色列外交部举行。 

15. 2009 年 6 月，09 清洁技术国际展览在以色列举办。公司厂家、研究人员和

专业人员参加了这次聚会，展示了以下领域的最新开发成果、最新技术和优质服

务：环保、“绿色”方法、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废物处理和水处理、海水淡

化、收集、纯净和过滤。 

16. 水技术和环境控制国际会议将于 2009 年 11 月在以色列举行。将重点展出先

进的灌溉系统、水管理、废水处理和“绿色”农业。以色列将介绍最新的技术革

新，如抽吸扫描技术、磁性水处理技术和电凝聚水处理技术。还将介绍电凝、附

着生长气升式反应器、以及个人水纯净系统等新技术。1960 年代以色列出现缺水

现象，当时的初步应对措施是利用真空冷冻技术进行海水淡化处理。此后，以色

列公司开发了反渗透式净水等多种技术。阿什凯隆海水淡化厂是世界上最大、成

本效益最高的海水淡化厂。目前，以色列正在协助中国建造该国最大的海水淡化

设施。 

17. 农业研究组织是农业及农村发展部的研究机构，负责在国内开展的大部分农

业研究。研究工作旨在改善现有农业生产体系，推出新的产品、工序和设备，为

以色列未来的农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农业研究组织拥有庞大的研究基础设施，

支持博士级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他们在六个研

究所工作，为国际会议和活动进行安排。今年，土壤、水和环境研究所举办了“水

危机中的农业”研讨会(2009 年 5 月)。希伯来大学农业、粮食和环境质量研究所

是从事这种农业研究的主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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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农业技术工业 

18. 以色列公司参加国际发展合作署举办的国际发展项目，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农

业和农村发展项目必要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知识。以色列农技行业利用这种知

识，开发了专门适用于基础设施落后和气候条件恶劣地区的耕作设备。采用的技

术有：重力灌溉成套设备、粮食储存技术、水和能源管理、以及某些地区应用后

取得巨大成功的其他技术。以色列公司与各国、国际组织、研究所和非政府组织

合作开展技术转让。以色列“农技”公司的目标是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接触，开发

和推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最近成功开展的 ADAMA 跨

部门项目，以色列公司在安哥拉成立了一个合作机构(与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

相似)。当地社区与本国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合作，接受农业投入、培训和基础

设施，以开发粮食生产、消费和当地市场营销的农业系统。 

19. 另一个成功例子是，以色列灌溉公司开展的跨部门企业大学项目。项目旨在

帮助客户充分利用微型灌溉设备。灌溉公司通过大学专业研究方案，组织行业专

家讨论最新的农业成就，对 500 多名农业专业人员进行教育。方案还包括专业研

究旅行，并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教育旅行。通过旅行传授了世界各国利用滴灌系

统的农户产生的国际灌溉技术成就的一手知识，使生产商和灌溉设备经销商掌握

了竞争优势。 

与非洲的合作 

20. 国际发展合作署和美国开发署进行合作，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开办

三年期方案，提供技术支助，转让现代农业技术和做法，帮助该国发展农业。 

21.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以色列与千年村庄倡议开展合作，倡议的理论基础

是贫穷村庄掌握实际的专门知识和有用技术，同样能够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以色列派出一名农业专家，与当地农民长期一起工作。 

22. 非洲商品农田项目旨在大幅提高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单一农户农田的产量，并

降低风险。项目在一些地区通过科学计算改进作物套种，同时采用经过革新的低

成本低压滴灌系统，使自给农户能够把雨季单季耕作改为全年耕作。通过这一项

目，小型农户生产的粮食不但可以满足家用，还可以卖余粮换取现金。国际发展

合作署目前正在与当地伙伴机构和粮农组织、芬兰合作组织等其他发展组织合

作，在非洲推广这一项目。 

23. 农技革新促进减贫项目采用非洲商品农田概念，重点开展减贫增产活动。目

前，项目在塞内加尔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的四个地方同时进行。项目采用以色列

专家在低压滴灌、常年作物和林木轮种、以及促进农民科学灌溉原则的“运作系

统”的基础上开发的小型成套园艺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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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丁美洲的合作 

24. 国际发展合作署于美国开发署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合作开展一个项目，使尼加

拉瓜农业奶业设施得到更新，并使两个行业接触到现代农业技术。 

与亚洲的合作 

25. 2008 年 1 月，为开展“绿色技术”全球运动，以色列与越南建筑技术装备公

司合作召开首次以越“废水处理技术”视像会议。 

26. 国际发展合作署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建立奶牛示范试验农场的谅解

备忘录，将采用以色列的技术和专长并结合当地条件提高牛奶产量。 

27. 2008 年 10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与亚洲互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合作，举办

“先进农业促进发展研讨会”。 

28. 设在中国永乐店的中以奶牛示范农场，继续对该地区的奶牛业产生积极影

响。农场采用以色列最先进的技术和技能，2008 年实现牛奶年度单产超 1 万公斤

的纪录。奶牛场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邻国牛奶生产商的培训中心。国际发

展合作署 2003 年在中国西北地区成立的中以新疆旱区农业示范中心继续运作。 

29. 在国际发展合作署和泰王国农业部的合作范围内，以色列专家向泰国提供了

120 棵石榴树。这个项目位于碧武里府的 Up Kapong，2008 年 6 月正式启动。 

与中欧和欧亚地区的合作 

30. 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成立了农业企业咨询中心，帮助农民

计划、筹资和采用先进农业技术。 

31. 2007 年 11 月，开发署和国际发展合作署签署协议，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牲畜

业进行升级换代。协议规定由以色列转让专门知识和新技术并进行培训。 

在中东地区的合作 

32. 2008 年 11 月，约旦哈希姆王国水领域高级专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考察以

色列的水技术和工艺。代表团考察了施肥和压力灌溉、城市水管理、以及回收水

处理后用于灌溉等多个领域。 

33.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约旦哈希姆王国、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丹麦国

际开发署(丹开发署)的区域农业项目，已进入第二个五年合作期。项目涉及农业

发展领域的三个主要问题(小型反刍动物、旱地农业、海水资源和边际水资源、

收获后技术、营销和水产)，由上述伙伴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每半年举行会议，

对项目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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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08 年 3 月，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和国际发展合作署、埃及农业部签署日以

两国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联合举办培训方案的谅解备忘录。重点进行干旱和半干

旱地区的农业培训。 

其他国际协议、三方合作和与国际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 

35. 2007 年 3 月，尼日利亚和国际发展合作署签署“人员能力建设和农村农业部

门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36. 2008 年 7 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国际发展合作

署、德国技术公司签署三方意向书，将履行三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加强合作提高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灌溉能力。重点是制订小型灌溉能力建设战略，使社区和农户

有效利用水资源，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37. 2008 年 8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农业开发银行签署谅

解备忘录。 

38. 2008 年 11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签署协议，通过一

项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联合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39. 2008 年 12 月，国际发展合作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伙伴关系协议，合

作为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助。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分享农业、水、

粮食、卫生和教育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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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7 年至 2009 年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执行第 62/190 号决议的工作

方案 
 
 

 2007 2008 

国内农业培训方案学员人数 920 979 

实地农业培训学员人数 2 966

29 个国家

3 185 

33 个国家 

农业及相关领域短期咨询 73 46 

长期农业咨询(以色列专家派驻发展中

国家交流农业技术和专门技能) 

7 9 

国内农业培训课程数目 50 57 

国外农业培训课程数目 61 42 

 

 


